
《大明风华》

本书汲取大量史料精华，以新颖的视
角，明快的解读，打捞明朝城市生活的繁华
记忆，从衣食住行等多个角度，图文并茂地
还原了明朝城市里达官显贵、贤士大夫和
市井众生的日常生活，展现出一个真实、多
样且充满活力的明朝世界，既是一部明朝
生活指南，又是一部带有浓厚市井烟火气
的历史佳作。

作者陈宝良，知名历史学者，著有《中
国的社与会》《明代社会生活史》《明代社会
转型与文化变迁》《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
界》等作品十余部，学术成果在海内外具有
广泛影响。

《正义的回响》是中国政法大学陈碧
教授撰写的法律随笔集。法律不是冷冰
冰的条文，每个个案的判决都是法理、事
理与情理的平衡。公平和正义，不仅要在
法条中体现，更重要的是在每一桩个案中
得到回响。陈碧教授结合近几年的热点
案件，剖析案件判决中的法制与情理的考
量，在讲究逻辑与理性之上，关注民众的
常情常感，感受法律的公正与温度。

作者陈碧，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
授，著有法律普及读物《正义的回响》《谁
为律师辩护》等。

《正义的回响》

《世说俗谈》

《世说俗谈》是文史作家刘勃解读《世
说新语》的历史随笔。刘勃以讲段子的形
式来趣味解读《世说新语》中各种知名人
物，如阮籍、嵇康、王羲之等人的行为和思
想。作者以《世说新语》文本为基础，参照

《晋书》等相关历史资料进行精准考据，将
魏晋时期的诸多名士放进具体的历史背
景中进行解读，并展开多重线索的想象与
推理，以更多元的视野来诠释魏晋时期的
风流与苍凉。

作者刘勃，著作有：《失败者的春秋》
《战国歧途》《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匏瓜
——读〈史记·孔子世家〉》《不是东西》《题
不对文》《天下英雄谁敌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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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华民族沿袭了上千年的
传统习俗，也是炎黄子孙最为看重、最
感亲切的美好节日。春节的话题，总是
一年一年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让人为之
倾心。著名民俗学家程健君所作的《中
国传统节日文化研究：春节》,立足春节
的民俗研究，在探寻其起源、发展和流
变的过程中，就如何传承和保护春节年
俗文化、并更好地融入到现代生活等议
题，作了深入地探讨。

该 书 将 历 史 追 怀 和 田 野 调 查 交 融
于一体，先后探究了春节习俗与城市文
明、各地过年的习俗演进，以及年画、剪
纸与春节之间的深厚渊源，堪称一本行
走中的备忘录。它通过展示农耕时代
业已形成的岁时节俗，对比古今春节的
现实差异，将深蕴在春节习俗中的文化
内涵逐一揭示。

春节，又称“过年”。“年”的概念，最
迟周代就已产生，在农耕时代，每到岁
末年初，正是天寒地冻的农闲时期，通
常也是农民较难度过的岁月。为了求
得风调雨顺和来年兴盛，彼时，天子会
率领文武百官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普
通百姓也会特意放下农活，祭祀祖先和
神灵，以祈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久
而久之，沿袭下来，便有了“过年”之说，
传统的过年，从腊八就已开始，一直持
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在整个春节期
间，衍生了许多民风民俗，主要有守岁、
拜年、吃饺子、放鞭炮、贴春联等等。

为了表达对春节的喜爱，古时人们
纷纷把对过年的感受，通过文字和图画
的形式，留存了下来。远古时代，由于
纸张还没有产生，这些信笔涂鸦大多被
刻于石上，由此诞生了岩画这门艺术。
这些线条粗犷、笔法稚嫩的作品，也就
形成了最初的年画。后来，随着生产力
的发展，以及社会的文明进步，特别是
纸张产生以后，年画大多被绘制在洁白
的稿纸上。年画的变迁，不但反映了人
们欢度春节时的喜乐心情，描绘了各种
欢庆时的热闹场面，而且，也将各民族
过年的一系列习俗，用极富动感的多彩
画笔，以风俗长卷的表现手法，尽情展
示了出来。纸，一时之间成了歌咏春节
的最佳物质载体。令人欣慰的是，历史
的画卷，从来就是丰富而立体的，紧随
年画的脚步，很快，剪纸这门民间艺术
也应运而生。为了喜迎新春的到来，人
们悉心勾勒、精心创意，穿行于空灵与
虚实之间，透过张张镂空的纸张，在小
小的方寸之地，鲜活地描摹出一幕幕生
机盎然的迎年图。至于腊八喝腊八粥，
祭灶日扫尘、贴春联，年三十晚上吃团
圆饭等众多年俗，和年画、剪纸等民艺
一道，共同装扮着我们共同的节日——
春节。

在 作 者 看 来 ，“ 以 春 节 为 典 型 的 中
华民族传统节日，承载着中华大地上一
代又一代人的历史记忆，铭刻着炎黄子
孙、天下华人的浓浓乡愁，体现了中华

民族的价值理想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
望。”围绕着春节，人们所创造的流传千
百年的传统文化艺术，以及那些温润可
亲的过年风习与礼俗，不仅给人们带来
幸福感，还给人以美的享受。但是，也
应看到，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一些沿
袭了千年的春节习俗，已日渐式微，有
的甚至被新的年俗所替代。为此，作者
在书中大声疾呼，希望更多的年轻人，
不仅要知道传统节日文化的记忆和精
神承载，而且，也要懂得对传统节日的
敬畏和感恩。春节，是一个万家团圆的
节日，它让天南地北的人们，不远万里
赶赴家中，与亲朋好友共聚一堂，共同
感 受 家 的 温 馨 ，体 悟 人 世 间 最 美 的 亲
情、友情和爱情。春节，成了家的代名
词，它纾解着远方游子浓浓的乡愁，承
载着一代代国人最美的文化记忆。基
于此，我们在传承以春节为代表的年俗
文化时，就要倡导人们在春节期间多回
家看看，在身体力行中，让年文化深慰
人心。

全 书 还 带 领 我 们 穿 越 到 宋 时 的 汴
京与临安，借以领略古人欢度春节时的
盛况；深入到近现代的天津、开封及荷
泽，去感受现代人过年的场景。作者认
为，对于我们的年俗文化，要用世界和
历史的眼光去看待，正确处理好文化赓
续和文明互鉴的关系，以此推动传统节
日文化根深叶茂、历久而弥新。

刘小兵

湘西作家刘红春著的《撒落在春
天的花瓣》是一本儿童散文集。《撒落
在 春 天 的 花 瓣》通 过 纯 粹 的 儿 童 视
角，勾勒出儿童的童真心理，热忱讴
歌了儿童纯洁的心灵，是一部较成功
的儿童散文力作。

以纯粹的儿童视角着笔，是该书
的第一个审美特征。通读该书，伴随
着作者行云流水般的文字一次次重
温儿时懵懂天真的场景，读来赏心悦
目，作者如诗如画的文笔扣人心弦，
引领读者进入幽深、美妙、童真、纯洁
的意境之中。

通过纯粹的儿童视角，精准勾勒
出儿童的童真心理——这是该书的
第二个显著艺术特征。作者想象力丰
富，文学描写生动形象，场景刻画细腻
传神……这些均为勾勒儿童的童真心
理作了完美的铺垫或映衬。《细格子背
带裙》《走嘎婆》《吉洞坪赶乡场》《守候
爆米花》等篇什便绘声绘色地呈现了
少女天真烂漫的童真心理。

值 得 赞 赏 的 是 ，《风 筝 飞 翔》和

《狗尾巴花》这两篇散文充分展示了
“爷爷”和“父亲”童心未泯的精神风
采。譬如《风筝飞翔》一文，写“我”像
个男孩子活泼开朗，跟着大男孩去放
风筝，那只风筝线短了，便偷来母亲
纳鞋底的棉线，事情败露后，遭到母
亲的责骂，而身体刚好的“爷爷”听闻
孙女的心愿，居然“聊发少年狂”，第
二天一大早便赶制了一只风筝，领着
两个孙女一起放风筝。作者用轻快
灵动的笔触写道：“爷爷像个贪玩的
孩子，提着风筝跨出大门。我和妹妹
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心里比吃了糖
果还甜。”在《狗尾巴花》中，见“我”喜
爱狗尾巴花，“父亲”自告奋勇为我们
做小狗玩具，让“我和凤儿”欢呼雀
跃。“爷爷”和“父亲”彼时的身份完成
转换，从长辈摇身一变——成为主人
公的伙伴和知己，真实地再现了大人
的童真童趣。

悉心守护儿童纯洁无瑕的心灵
世界是该书的第三个艺术特征，也是
该书的核心艺术特色。《春暖社饭香》

刻画了为人慷慨大方的阿婆。《秋到
苗乡摘“毕蛮”》分享了“父亲”与强叔
两家友好交往的故事。秋天到了，父
亲带“我”去强叔家摘“毕蛮”，强叔坚
持让“父亲”带走所有摘下的果实，而

“父亲”于心不忍，偷偷塞了几元钱在
强叔米柜里。至此，父亲与强叔之间
的深情厚谊在“我”幼小心海里激起
阵阵涟漪。

刘红春的儿童散文语言优美而
婉约，行文诗意盎然；联想丰富，意绪
奔放；心理描绘细腻精到，生动呈现
了儿童纯洁澄澈的心灵世界；充分运
用拟人、比喻、通感等多种修辞手法，
无论是情景交融、托物寓意，抑或是
场景描摹、诗意抒情，均有不俗的造
诣，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当然，我认
为刘红春的儿童散文尚存在提升的
空间，倘若在“艺术地再现”方面着力
更深一些，努力抵达悲喜交集而又刻
骨铭心的艺术境界，那么她的作品将
会更有深度、宽度和高度。

选自《学习强国》

悉心守护童真无瑕

——读《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研究：春节》

——读《撒落在春天的花瓣》

让年俗文化历久弥新


